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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一、主席致詞                         ( 5分鐘) 

二、管制事項報告                     (20分鐘) 

三、11月工作進度報告                 (15分鐘) 

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25分鐘) 

五、國際災例 (10分鐘) 

六、提案討論                         ( 5分鐘)      

七、臨時動議 ( 5分鐘) 

八、主席結論 ( 5分鐘)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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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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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事項報告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
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16 
103年 

6月30日 

排定104年及105年防
救教育訓練教材及師
資，並於本年度完成
教材編撰。 

協力團隊 
消防局 

教材已全數回收，共計
39份，已完成彙整及排
版，刻正簽核中。 

103年 
10月29日 

持續 
列管 

018 
103年 

6月30日 

區公所災害防救應變
演練。(三峽：土石流、
新莊：地震、雙溪：
淹水、蘆洲：地震) 

協力團隊 
消防局 

本年度兵期推演皆已辦
理完畢(三峽、新莊、雙
及蘆洲)，並邀請各區公
所參與觀摩。兵推成果
資料已彙整完成。 

103年 
11月30日 

建議解除
列管 

020 
103年 

7月15日 

防災自主社區因業管
單位不一，請重新蒐
集本市5年內業管推
動之防災自主社區資
料，俾利有效利用既
有防救災資源。 

協力團隊 
各局處 

已彙整各局處提供權管
推動之防災自主社區資
料。有關社區持續推動
之規劃，已併同029案
持續列管。 

103年8月 
31日 

建議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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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21 
103年 

7月15日 

核子事故內容需納入
深耕成果，包含「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書」及「緊急應變計
畫與區域民眾防護應
變計畫」相關內容；
本市召開之核安監督
委員會會議與核廢料
處理會議相關資料亦
須納入。 

協力團隊 
消防局 

已蒐集「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程序書」、
「緊急應變計畫與區
域民眾防護應變計
畫」、「核安監督委
員會會議與核廢料處
理會議」相關資料。
上述相關資料，已納
入市級地區計畫輻射
災害篇，亦於期末報
告說明之。 

103年
11月30
日 

持續列管 

022 
103年 

8月 
6日 

請協力團隊於8月中提
出各區執行本計畫前
之能量評估分析，俾
利9月底完成各區計畫
執行前後之比較報告。 

協力團隊 

協力團隊已完成評估
指標之修正，並於10
月30日提出各區計畫
執行前後之比較報告。
業務單位於11月21日
將檢視結果回復協力
團隊，協力團隊已於
11月28日完成修正，
提請業務單位檢視。 

103年8
月 

31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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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
成日期 

管考
意見 

024 
103年 

8月21日 

請協力團隊詳實紀
錄實地輔導區公所
時各區公所提列問
題，再交由相關業
管局處回復。 

協力團隊 
各局處 

已彙整各區公所提列問題及權
管單位，針對局處權管有爭議
部分已整理，已於11月19日召
開協商會議。現已發函各相關
業管局處，請各局處回復各區
公所相關業管問題。 

103年
11月 
30日 

持續
列管 

026 
103年 
9月24日 

針對本市有結構安
全疑慮之避難收容
場所，規劃因應及
補強方案 

社會局 

對深耕計畫耐震鑑定有疑慮之
場所(5處活動中心、4處學校，
共9處)，均已完成除列，原收
容量並已尋其他鄰近場所替代
完成(詳附表)。 

103年 
12月
31日 

建議
解除
列管 

 

027 
103年 
9月24日 

請各區公所依據開
口合約檢討報告，
修訂開口合約或於
104年度開口合約
簽訂時納入契約。 

協力團隊 
消防局 

已彙整各區公所修訂規劃，並
持續追蹤後續修訂情形。 104年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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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序號 場所名稱 場所位置 
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
分數 

建議 後續辦理情形 備註 

1 
中和市民活動中
心(枋寮活動中
心) 

中和區中和路74號
2F 

64.8 
耐震能力確有疑慮，應
立即進行詳細評估或拆
除。 

原場所除列，改列為山北
活動中心 

103年9月30日新北中社
字第1032179117號函 

2 下城活動中心 
新店區安康路一段
281巷6號 

87.1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評估。 

原場所除列，改列為頂城
活動中心 

103年9月17日新北店社
字第1032102865號函 

3 
中華商業海事職
業學校2樓 

萬里區瑪鋉路15號 69.3 
耐震能力確有疑慮，應
立即進行詳細評估或拆
除。 

原場所僅留室外避難功能，
原收容場所改列萬里區行
政大樓6樓 

103年10月20日新北萬
社字第1032256517號函 

4 
石碇國小活動中
心 

石碇區石碇西街15
號 

93.3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評估。 

原場所除列，改列該校第
一棟教室 103年9月29日新北碇社

字第1032161674號函 
5 

和平國小活動中
心 

石碇區八分寮5號 89.4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評估。 

原場所除列，改列石碇高
中室內籃球場 

6 淡江大學體育館 
淡水區英專路151
號 

64.8 
耐震能力確有疑慮，應
立即進行詳細評估或拆
除。 

原場所除列，原收容里別
轉由鄧公國小及正德國中
支援 

103年9月29日新北淡社
字第1032124070號函 

7 貿商活動中心 
五股區貿商里456
號 

87.6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評估。 

原場所除列，原收容里別
轉由五股國小及憲兵學校
支援 

103年9月19日新北五社
字第1032128315號函 

8 
醒吾科技大學體
育中心 

林口區粉寮路一段
101號 

84.5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評估。 

原場所除列，改列該校國
際會議廳 

103年10月6日新北林社
字第1032158213號函 

9 
鳳鳴國中社區活
動教室、資源班
教室 

鶯歌區永和街33號 66.5 
耐震能力確有疑慮，應
立即進行詳細評估或拆
除。 

原場所除列，改列該校風
雨球場 

103年10月8日電子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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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
意見 

028 
103年 
8月21日 

請協力團隊完成本
市各區防災避難看
板設置。 

協力團隊 

29區防災避難看板，已於
11月11日全數設置完成，
相關成果於本次四方會議
提出說明。 

103年11
月30日 

建議
報告
後解
除列
管 

029 
103年10
月27日 

請協力團隊提供防
災社區整合方案及
維護機制。 

協力團隊 
協力團隊於本次四方會議
提出說明。 

103年12
月30日 

新增
列管 

030 
103年10
月27日 

請協力團隊及業務
單位研商104年度教
育訓練各班別辦理
方式。 

協力團隊 
消防局 

協力團隊於本次四方會議
提出說明。 

103年12
月30日 

新增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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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月工作進度報告 

        12月預定進度報告 



WCDR 

11月份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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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R 

 
 
 
 
 
 
 
 
 

期末評鑑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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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5日內政部至市府期末評鑑 

 

 
11月4日-市府書面審查 

主席致詞  評鑑委員審查 

區公所人員說明資料內容 其他縣市人員到場觀摩本次評鑑 



WCDR 

期末評鑑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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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至市府期末評鑑 

 

 
11月5日-現勘5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中和區公所 

汐止區公所 

萬里區公所 

金山區公所 

石門區公所 



WCDR 

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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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市
政
府 

1. 在淹水、坡地災害調查資料的蒐
集方面，可與NCDR分享相關資
料，並亦可參考NCDR資料來更
新。 

有關淹水及坡地災害調查資料，係以各區公
所提擬之歷史災點，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淹
水潛勢資料及地調所的坡地潛勢資料後，進
行現地勘查與訪談，後續進而研提因應對策。
NCDR所建置之災害潛勢地圖網站，後續將
作評估是否納入資料更新參考。 

2. 擬訂淹水警戒值有助於防災應變，
值得肯定。另外，建議亦可針對
短延時強降雨研擬預警機制。 

目前淹水警戒值已針對短延時強降雨制定而
成之預警機制，包括未來1小時與3小時短延
時降雨情境進行淹水警戒。 

3. 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與應變作
業編組應符合地區災害潛勢特性，
並思考市府與公所在都會區發生
地震災害時所應扮演的角色。 

有關各區災害潛勢特性會納入104年度區級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並針對各區災潛特性
之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如板橋等都會區域人
口過度集中或建物老舊等課題)，進行各類災
害之防救災對策研擬。 

4. 部分都會地區人口眾多，若遭遇
大規模地震時，應思考相關應變
機制。 

目前針對大規模震災，市府已完成9區10處之
防災公園作為緊急避難收容之使用，將於
103-105年規劃13處防災公園，並於明年度
進行相關演練。 



WCDR 

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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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市
政
府 

5. 針對學校作為避難收容處所，應該
透過教育局來使各學校之人員能夠
瞭解作業程序，以及其應負責之工
作。 

教育局現已有訂定「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臨時
收容所實施計畫」，規範學校人員之收容任務
編組，及平時、災時之任務分工。 

6. 對於海嘯發生時，建議可與區或里
進行溝通討論，建立合理可行之疏
散撤離機制，並加強向民眾宣導海
嘯警報、圖資，另外應考慮警報涵
蓋範圍是否足夠，尤其是人潮聚集
之觀光地區。 

針對海嘯疏散撤離機制未來將邀集區公所共同
檢討，並檢討海嘯警報範圍；另市府目前已製
作「海嘯防災指引」，將於104年初發放，加強
向民眾宣導海嘯因應作為。 

7. 在防災避難看板設置時，可考慮優
先順序，或於學校外設置看板表明
場所資訊與可收容人數。 

執行防災避難看板規劃時，除由公所依照地方
特性提報資料外，並進行相關災害潛勢評估，
各區每年擇一處（一組三式），依序裝設。依
照選定之場址（如：活動中心、學校或安養院
等）設置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其皆有註明場
所資訊與收容人數。 

8. 目前新北市政府已由教育局函頒計
畫，由學校協助避難收容所開設，
但實際上仍應與公所和社區結合來
進行收容所開設和後續管理。 

各區公所均建置「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暨防災
民生物資設置計畫」，已明定收容任務編組、
開設作業流程等。收容所開設工作仍是由區公
所主導，平時已有招募社區志工，定期受訓及
參與演練，俾利志工熟悉收容所開設作業。 



WCDR 

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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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市
政
府 

9. 雖已針對避難收容處所進
行安全性評估，但分數高
並非代表安全無虞，建議
市府在後續可編列經費針
對避難收容處所進行更詳
盡之評估。 

市府透過災防會報，持續列管避難收容處所安全性
評估工作，優先處理有安全疑慮之場所。針對有安
全疑慮場所，請區公所另尋場所替代，未能有替代
者，請區公所優先編列預算補強，經費不足或急迫
性因素考量，得以專案計畫報請本府該建物主管機
關予以補助。 

10.第2類公所之圖資與減災作
為能夠更細緻化、實用化，
另可分享經驗予第1類公所。 

1. 防災（電子）圖資依各災害別與公所需求進行
規劃，如淹水潛勢及歷史災點部分，以小區域
方式呈現其分布等。並提供各災害潛勢之KML
或KMZ檔予防災人員使用，其可依各自需求輸
出所需要之尺度大小與範圍，已達實用化目標。 

2. 目前第2類公所因曾接受深耕第1期計畫輔導，
有比第1類公所更細緻化之圖資，例如避難疏散
路線圖及能量分布圖等，104年度將協助第2類
公所更新前述圖資並繪製第1類區公所所需圖資。

3. 另本計畫亦有建置資訊網站及Facebook討論區，
提供第1、2類區公所經驗交流及資訊共享。 

11.各項表格或聯絡名冊應標
示建立日期，以利更新。 

104年度將協助規劃並檢視各項計畫文件、資源清
冊資料之修訂或更新日期。 



WCDR 

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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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區
公
所 

1. 建議中和區公所可調整EOC內配置，
使動線方便利於運作。 

已將此意見提供予區公所參考。 

2. 建議石門區公所可參考「新北市核
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來
擬訂相應機制。 

石門區等EPZ範圍內4區，均已針對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作為訂定相關程序書，包含民
眾疏散通報作業程序書、民眾集結作業程
序、民眾運送作業程序書、民眾收容作業
程序書及民生物質供應作業程序書等共計
12項。 

3. 建議汐止區公所可於坡地社區推動
防災社區工作。另外，建議評估坡
地災害之潛勢，以掌握可能受災之
範圍與人口等資料。 

汐止區坡地社區已於103年接受本府防災
社區培訓，接受防災相關講習訓練，且市
府每年皆辦理防災社區輔導工作，汐止區
坡地社區於104年可再提報參與防災社區
遴選；本計畫業已針對坡地災害潛勢(包含
山崩與土石流)進行圖資之繪製，另外各區
公所已依據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調查之
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戶數及影響範圍，定
期更新資料與圖資。 



WCDR 

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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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區
公
所 

4. 建議萬里區在各項防救災工作規劃
與推動時，可考量觀光客的需求，
並進行相關宣導。 

將於104年辦理區公所教育訓練時，透過
「新北市防救災工作推動重點」課程，說
明因應觀光人潮之防災作為，提供區公所
人員規劃防救災工作之參考。亦會將其納
入地區計畫修訂重點。 

5. 因老年人口比例較高，建議萬里區
針對災害弱勢族群思考相關疏散機
制，並進行演練。 

104年度區公所將辦理兵棋推演，將弱勢
族群疏散機制納入推演議題，以檢討現行
疏散機制是否適用。 

6. 建議金山區公所EOC應增添電視、
有線電話、不斷電系統等相關設備。 

針對電視、有線電話、不斷電系統等應變
中心相關設備，目前各區公所皆已具備。 

7. 因金山區宗教設施與節慶活動較多，
建議未來擬訂防災對策時可納入考
慮。另因陽金公路位於此區，未來
可由市府與台北市協調跨市合作機
制。 

金山區目前已有將防災宣導工作與轄內宗
教活動結合，明(104)年度將透過區級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強化此項工作之推
動。另市府與台北市已推動「大臺北黃金
雙子城」計畫，落實防災跨區合作，相互
支援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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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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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區
公
所 

8. 建議可擬訂轉移至備援EOC之相關
機制或程序。 

已建議公所未來可規劃應變中心可移轉至
備援應變中心之設備清單。協力團隊將提
供EOC移轉項目建議表，提供區公所參考。 

9. 石門、金山、萬里等區因面臨災害
類型相似，建議可建立平台分享彼
此之資源或經驗。 

目前已建置深耕計畫資訊網及深耕計畫討
論區(Facebook社團)，提供各區公所防救
災資訊交流與資源共享。 

10.建議在應變演練方面可結合社區或
學校。 

有關應變演練結合社區或學校辦理方式，
未來建議區公所參考此方式辦理，於演練
籌備期間協助區公所評估社區及學校選址，
並與區公所討論。 

11.建議將外單位納入公所災害應變中
心編組，並可邀請其參與災害防救
會報與災害前的整備會議。 

目前各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均已納入
環保組、衛生組、警政組、消防組、電信
組、電力組、瓦斯組、自來水組、國軍組
等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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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鑑評核意見處理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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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應說明 

區
公
所 

12.針對標準作業程序中作業流程圖之
圖形宜檢視修正。 

未來將針對應變中心作業流程圖之圖形再
做檢視修正。 

13.建議應考量在電力供應中斷時，各
公所EOC備援電力之需求。 

本年度已運用資本門經費，購置不斷電系
統設備，供29區公所EOC使用。 

14.建議可思考公所應變中心所陳列之
圖表、潛勢圖資等是否合於防救災
之需求。另外，若圖資因應變中心
空間大小而無法陳列，亦可思考採
用電腦系統來展示。 

目前針對各公所應變中心所陳列之圖表、
潛勢圖資皆已提供電子檔及KML檔，以利
公所如應變中心空間大小無法陳列時，可
透過電腦系統使用電子圖資。 

15.建議可參考海嘯潛勢圖資，劃設警
戒區域，以利於災時進行民眾疏散。 

市府已參考海嘯潛勢圖資，劃設警戒區域，
並擇定金山區作為示範區，進行規劃海嘯
防災指引看板、於電線桿上標示所在位置
之海拔高度貼紙以及指向鄰近高地或避難
處所之方向疏散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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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避難看板設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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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鶯歌區老街整體意象，將避
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融入既有
之街道傢具景觀特色。 

日間 

夜間 

配合鶯歌老街整體意象製作 

已於11月11日全部設置完成。 

挑選中和區使用反光效果較一般
反光看板明顯之材質，增強防災
避難看板夜間識別度作一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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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歷史災害點位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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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點位圖、坡地及火災災害點位均已完成繪製。 

淹水潛勢及歷史淹水點位圖 

以0520豪雨為例。 
蒐集該次豪雨淹水事件，繪製點位圖，同時套疊淹水潛勢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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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歷史災害點位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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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點位圖、坡地及火災災害點位均已完成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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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訓練辦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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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場次 每場次授課時數 預定辦理時間 

3場 6小時 104年3-4月 

場次1 
課程規劃 

► 氣象資訊在防災減災上的運用 

► 淹水潛勢監控及預警技術之展望 

► 公路防災預警機制－利用網路水情監測 
► 臺灣的地震及地震測報 
► 終極天災：海嘯 

場次2 
課程規劃 

► 核災之緊急應變 
► 核災輻射傷患救護 
►  大屯山火山爆發災害潛勢 
►  認識防災公園 
►  新北市災害潛勢分析與對策因應 

場次3 
課程規劃 

► 後311時代新思維~防災雲 
► 災害應變工作實務 
► 災變指揮與現場管理 
► 公共資訊與媒體溝通協調 

市府班 預定辦理地點：新北市政府。 
辦理時間：以配合之撰稿者或其委任之人員為主，於3-4月間辦理。 
每場次提供50人次可參訓學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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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訓練辦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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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場次 每場次授課時數 預定辦理時間 

2場 6小時 104年4月 

場次1 
課程規劃 

► 新北市防救災工作推動重點  

► 防災應變及風險管理 

► 土石流潛勢溪流劃定原理與警戒發布、撤離標準
作業程序 

► 輻射災害之緊急應變  

► 新北市災害潛勢介紹 

► 深耕計畫成果網站之操作應用（含災害潛勢圖資
與Google地圖之運用） 

場次2 
課程規劃 

► 認識防災公園 
► 防災社區之推動 
►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撰寫重點 
► 疏散避難實務 
► 重大災害案例應變實務分享 
► 國際紅十字體系的災害管理 

區公所班 
預定辦理地點：新北市政府。 
辦理時間：以配合之撰稿者或其委任之人員為主，於4月間辦理。 
每場次提供150人次可參訓學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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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訓練辦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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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社區班 

預計辦理場次 每場次授課時數 預計辦理時間 

7場 3小時 104年5月 

課程規劃 

►防災社區案例介紹 

►防災知能提升及認識防災避難地圖、疏散
避難看板 

►社區防災組織任務複習及座談 

辦理地點擇定方式： 

配合98~101年所辦理之防災社區
進行複訓。 

辦理時間：配合社區的時間，可安
排晚上或假日上課。 

每場次提供100人次可參訓學員名
額。 

98~101年所辦理之防災社區： 
1. 新店區觀天下社區 
2. 新店區花園新城社區 
3. 新莊區雙鳳生源社區 
4. 汐止區迎旭山莊 
5. 新莊區立基里(台北加州EF社區) 
6. 中和區德行里 
7. 瑞芳區猴硐地區(猴硐里、弓橋里、光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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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預定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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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工作預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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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範本 

 進行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提報本年度產出成果 

 規劃104年度各工作事項執行內容與期程 

 持續修訂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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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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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整合及維護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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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整合及維護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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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後續推動規劃 

規劃短、中、長期程之計畫，以使社區能自主性地持續運作。 

透過居民的互動，進行防救災的學習與訓練、災害環境檢視、減災對
策的研擬、社區組織的建立、防救災設施與設備的整備等方式，強化
社區整體的防救災能力。 

說明 推動項目 

短
期
規
劃 
 

藉由防災社區的建置，讓民
眾參與及付出，以熟悉災時
應變，於平時減災準備做最
有利的措施。 

 環境踏勘及防災地圖建置 
 了解社區人口分布與組成 
 擬訂避難逃生路線，定期辦理災害防救應變演練 
 社區組織建立 
 相關防災宣導 
 購置防救災所需基本配備 
 防救災資料庫內容更新 

中
長
期
規
劃 

藉由硬體的工程或設備協助
防災社區之運作更加順利。 
優先考量疏散通知設備之完
備，加強防救災編組成員之
安全設備，俾利災害來臨時，
可確實執行自主防災社區的
各項任務。 

 設置廣播系統或跑馬燈 
 土石流監控設施 
 清水溪河道整治 
 聖德宮前無名橋圳溝疏通 
 建築結構加強 
 防災社區人才培育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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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防災示範社區遴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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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社區參與防災示範社區遴選 

請各區公所於104年1月9日前函文提報社區參與104年度防災示範社
區遴選。 

協助輔導、提報、推動104年度防災示範社區之公所，將視實際推動
狀況，於104年度績效管考酌予加分。 

新北市防災示範社區清冊(98-103年) 

示範社區 新店區 新莊區 汐止區 中和區 瑞芳區 淡水區 金山區 泰山區 

98年 觀天下社區               

99年 
花園新城 
社區 

雙鳳生源
社區 

            

100年   立基里 
迎旭山莊
社區 

          

101年       德行里 猴硐地區       

102年           民生里     

103年             三界里 大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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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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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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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依據 

「災害防救法」第20條： 

「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
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前項鄉 
(鎮、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上級災害防救計
畫。」 

「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9條： 

每2年應依規定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
辦理之。 

「新北市各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程序」 

計畫架構參考 

參考市級地區計畫架構 

五都+宜蘭各公所地區計畫架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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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律定 

新北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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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概述 

環境及災害潛勢分析 

各單位災害防救分工及職責 

減災與整備工作 

應變工作 

復原工作 

防救災資源 

特別或重點工作事項 

潛勢地區改善對策 

附件 

計畫概述 

環境及災害潛勢分析 

各單位災害防救分工及職責 

各階段災害防救對策 

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管控與考核 

潛勢地區改善對策 

附件-防救災資源(人員、物資、
場所、載具、裝備載具、直昇
機起降地點等) 

102年架構 104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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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律定 
新北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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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計畫內容 篇章 計畫內容 

第一章、 

計畫概述 

◆ 1.1 計畫依據 

◆ 1.2 計畫目的 

◆ 1.3 位階與定位 

◆ 1.4 計畫架構與內容 

◆ 1.5 災害防救體系現況 

第二章、 

環境及災害
潛勢分析 

◆ 2.1 自然環境 

◆ 2.2 人文環境 

◆ 2.3 歷史災例 

◆ 2.4 各類型災害潛勢分析 

第三章、 

各單位災害
防救分工及
職責 

◆ 3.1 權責分工 

◆ 3.2 建立完整防救災體系與機制
(含原有4.1防救災組織的建構) 

第四章、 

各階段災害
防救對策 

◆ 4.1 減災工作 

◆ 4.2 整備工作 

◆ 4.3 應變工作 

◆ 4.4 復原重建工作 

第五章、 

防救災重點
工作事項 

◆ 5.1 颱洪災害 

◆ 5.2 坡地災害(含九份及金瓜石) 

◆ 5.3 地震災害 

◆ 5.4 海嘯災害 

◆ 5.5 輻射災害 

◆ 5.6 其他類型災害(火災與爆炸、
毒化災、陸上交通事故等) 

◆ (配合深耕計畫加入教育訓練、
防災社區、防災公園、防災避
難看板、兵棋推演等項目) 

第六章、 

管控與考核 

◆ 6.1 內部管考機制 

◆ 6.2 市府業務訪評 

第七章、 

潛勢地區改
善對策 

◆ 7.1 災害潛勢調查與處置情形 

◆ 7.2 歷史災例短中長期改善對策 

附件 

◆ 防救災資源(人員、物資、場所、
載具、裝備載具、直昇機起降地點
等) 

◆ 相關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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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推動說明 

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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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四方會議確認計畫架構 
 

 提報市府辦理預審 

103.11 

104.03 

103.12-104.01 

 現行計畫架構檢討 

 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召開審查會議 

104.03-04 

104.05 

 依據市府審查意見修正 

 各區公所修訂地區計畫 

 以瑞芳區為示範區修訂計畫 

104.02 
時 
 
 
間 
 
 
軸 

協力團隊 

市府 

區公所 協力團隊 

區公所 

103.12 

區公所 

區公所 

市府 

區公所 市府 

協力團隊 

104.05 

104.06  提報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區公所 

 提報市府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104.07 
市府 

區公所 

 依本府各機關意見修正 

協力團隊 

協力團隊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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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災例 



10月斯里蘭卡山體滑坡事件 

11月四川康定地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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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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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9828419 

• 時間：2014年10月29日 

• 地點：斯里蘭卡 巴杜勒(Badulla)區科斯蘭德(Koslanda) 

• 事件描述：當地時間上午7時30分在距離首都可倫坡東部約
200公里處的哈德穆拉村丘陵區發生嚴重的山體滑坡，梅利亞
貝達茶園首當其衝。 

Tea plantation 

Approximate 
area 

of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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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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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災害管理中心、紐約時報 
http://www.dmc.gov.lk/index_english.htm 
http://www.nytimes.com/2014/10/31/world/asia/sri-lanka-landslide.html?_r=0 

• 本次山體滑坡災害發生在丘陵區
，共計造成至少16人死亡、約
200多人失蹤，土石埋沒150棟
房舍，其中75名兒童成為孤兒。 

• 重災區梅利亞貝達茶園山體滑坡
綿延兩公里之範圍，部分房舍淤
泥高達9公尺，及高速公路及鐵
路遭土石沖毀。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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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球郵報、可倫坡電報 
 

民宅遭土石埋沒情形 

土石摧毀道路及鐵路情形 當地茶園受災情形 

受土石損壞房屋情形 

• 山體滑坡重災區梅利亞貝達茶園，估計受影響人數超過1,000人
。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NTU ● WCDR 

政 府 應 變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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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languwa.net/2014/10/koslandha-new-photos.html 

• 斯里蘭卡總統賈帕克薩下令軍事及重型機械部署工作，災害管
理部長阿馬拉維拉指示所有省及區級政府機關進入警戒狀況，
包括災害管理部、區及分區局長、衛生局、警察等部門，持續
執行搜索、救援行動及災後恢復工作。 

• 當地政府出動數百名救難人員(包括政府機關人員、當地救援
人員和其他志願投入救災工作者)，部署500名軍方部隊計20
個小隊投入搜救行列，並派遣重型機具及工業用挖土機赴災區
加速搜救工作。 

軍方部隊搜救 重型機具搶救 災害管理部勘查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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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ilanguwa在線新聞、可倫坡電報 
http://www.vilanguwa.net/2014/10/koslandha-new-photos.html 
https://www.colombotelegraph.com/index.php/earthslip-disaster-highlights-the-neglect-of-plantation-tamil-community-npc/ 

• 當地政府下令疏散撤離位處高風險
區域村民，分別至Koslanda 及
Poonagala 兩處泰米爾語學校避難
收容，共計522人及317人。 

• 錫蘭印度教大會設置印度教學院提
供予孤兒全額獎助學金；國家兒童
保護局負責安置災難中孤兒，以確
保孤兒能得到國家照顧。 

• 當地政府支付死者家屬喪葬費，並
於該區所有醫療院所提供緊急醫療
服務。 

• 災害管理中心並提出一有關” 

Hazard Resilient Village” （村莊復
建）之短期、中期及長期計畫。 

避難收容處所情形 

收容安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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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忽略災害發生之可能性，國家建築研究組織（NBRO）分別曾
於2005年及2012年調查並警告此次受災區域位處山體滑坡之
潛勢地區，其不穩定性需要搬遷。 

2. 此區大多數是印度泰米爾族，種茶工人係為社會較貧困階層，
無處可去，又當局政府疏忽並未協助居民搬遷至安全處所，亦
間接導致了災害之發生。 

3. 斯里蘭卡中南部山區係為生產著名的錫蘭茶園，其熱帶島嶼國
家每年十月至十二月屬於季風季節，受季風降雨影響，災前數
周有暴雨情形，災害管理中心(DMC)並發出山體滑坡易發區和
疏散警告，勸離村民疏散，但村民大都沒有理會，因而釀災。 

資料來源：可倫坡電報、愛爾蘭時報 
https://www.colombotelegraph.com/index.php/earthslip-disaster-highlights-the-neglect-of-plantation-tamil-community-npc/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asia-pacific/sri-lanka-landslide-kills-more-than-100-people-1.1980724 



NTU ● WCDR 

小結 

46 

擬定物資儲備機制及簽訂民生物資與機具開口合約 

考量部分資源較缺乏之偏遠地區可能因災後道路橋樑中斷，交通道路受阻，
使得救災物資、機具無法及時送達災區。建議平時應做好擬訂物資儲備機制
，與民間簽訂民生物資及機具相關開口合約，俾利受災時能即時提供民生必
需用品，及大型搶修搶險機具之支援。 

災前預報及預防性疏散避難引導機制 

對於降雨型態屬於短延時及強降雨，可能導致災害發生前，在執行預報及預
防性疏散避難作業時，建立預先傳達民眾警訊之通報體系，並規劃實施災前
之警戒避難引導機制，俾利災時能迅速提供受災民眾一安全臨時避難處所。 

落實防災教育，宣導防災社區 

落實防災教育，平時應加強宣導社區防災之重要性，培養民眾防救災意識，
以利災時應變及減少人員傷亡及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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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4年11月22日當地時間下午16時55分 

• 地點：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附近 

• 芮氏規模：6.3；震央：四川省康定縣；震源深度為14.6公里 

• 事件描述：當地主要以藏族聚居為主，此次地震造成5人死亡、
54人受傷，震感強烈，另造成康定、道孚、丹巴、九龍、瀘定、
雅江6個縣、55個鄉鎮受災嚴重，受災群眾7.9萬餘人。 

(北緯30.3度，東經101.7度) 

資料來源：美國地質調查局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ventpage/usb000syy0#summary 地震震動圖 

規模 6.3 

北緯 30.3度 

東經 101.7度 

2014年 11月22日 

16時55分25秒 

康定地震資訊 

北京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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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定-甘孜地震帶又名“鮮水河斷裂帶”係四川地震史上的一
條最長最活躍的斷裂帶，長約400公里；此地震帶地震活動頻
繁，震級大破壞烈度強，堪稱全川之冠，震源深度約在20公里。
自1630年以來，在這條地震帶上已發生規模7以上地震達9次。 

資料來源：中國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http://www.eq-igl.ac.cn/ 

斷層構造分布圖 

康定-甘孜地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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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地震6縣55個鄉(鎮)受災,截止目前死亡人數5人，受傷
人數54人(其中危重8人，輕傷46人)，7萬9,500餘人受災，
避難安置災民6,300餘人。 

• 倒塌房屋30戶，嚴重損毀2,630戶，一般損毀23,135戶。 

• 縣內省道211線巴郎口道路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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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單位 

醫療救援隊 11支 

專業醫護人員 886名 

衛生防疫人員 104名 

搶救單位 

四川消防總隊 48車239人 

地震專業工作人員 48名 

大型機具 50台 

運輸車輛 20輛 

巡查車 22台 

• 國家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指示，要求
四川省和民政部等有關部門迅速組織
力量，全力展開搶險救援，軍隊、武
警等有關方面積極配合、大力支援地
方展開搶險救災工作；另要加強震後
監測，密切防範二次災害。 

 

 

•公安機關迅速組織警力全力投入搶險救援 
•災區道路管控，災區車輛進行交管，確保救援
道路暢通，防止二次災害 
•社會治安管控，強化街面巡邏 
•做好消防救援和消防安全工作 

四川省啟動1級地震應急響應 

中國地震局啟動2級應急響應 

國家減災委員會、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密
切關注並指示按照應急響應機制，視災情派
出現場工作組，協助地方做好抗震救災工作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減災委員會 
http://www.jianza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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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系統現場工作隊派出16個調查小組，對康定、道孚、丹巴、
瀘定、雅江等5個縣的地震災害情況進行初步調查；103個調查
點完成了地震烈度、房屋破壞情況評估調查。 

• 並架設有6個強震動觀測台，同時針對實地考察的35個地震儀
進行數據蒐集，對災區周邊密切追蹤觀測。 

• 財政部、民政部向四川緊急撥付5,000萬元中央救災資金，供
災區受災民眾緊急避難安置、過渡期生活救助、倒塌損毀房屋
恢復重建及向因災難人員家屬發放撫慰金。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減災委員會 
http://www.jianzai.gov.cn/ 

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進行震後受災地區影像情形 災區救援物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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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定縣位於活躍地震帶。據歷史數據記載，曾發生14次6級以上地
震，5次7級以上地震，最大一次地震為1786年瀘定的7.8級地震。 

2. 四川省地震局第一時間針對康定地震產出圖件，因當地人口稀少，
經濟水平較低，縣內農村房屋以藏式房屋之傳統木石結構為居多，
抗震性能較差，導致房屋部分損毀。 

資料來源：中國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http://www.eq-igl.ac.cn/ 

震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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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建設的地震預警系統成功預警，為康定
縣城區提供7秒避險時間，同時，成都市區亦提前53秒收到預警信息 

53 

災區屬高山地區，人煙稀少，滑坡等二次災害較不易產生。 1 

地震造成較大影響的康定、道孚兩縣，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重特
大地震災害，農村的藏式房屋形式雖屬傳統的木石結構，但有
部分係採用木架承重結構，房屋抗震性能較好。 

2 

近年來，四川省各級政府嚴格按照抗震設防規定，加強城鎮建
築物質量監管，並將農村房屋抗震設防監管納入法治軌道，藏
區房屋建築質量得到較明顯改善。 

3 

四川省各級政府強化地震應急整備工作，經常性辦理防災減災
教育宣傳及地震應急演練，明顯提高了政府應急處置、搶險救
援及社會公眾防災避險、自救互救能力，降低地震災害所帶來
之損失，達到重要效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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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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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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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席結論 


